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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7/2021_2022__E9_87_8D_

E5_BA_86_E4_B8_87_E5_c65_567441.htm 据重庆市招生自考办

公室的统计，今年重庆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查看

原文），其中有不少来自农村学校。 记者近日在重庆江津、

渝北、涪陵等区县采访时发现，导致农村学生弃考的原因，

值得关注。 弃考：就业寒冬的连锁反应 在重庆部分区县采访

时记者获悉，当前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难，收入低

”是农村学生弃考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农村学生在重

点高校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大量通过高考的农村学生进入高

职、大专院校读书。在就业寒冬中，研究生挤占本科生就业

岗位，本科生挤占高职专科生岗位，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倒逼

高职专科生岗位的现象，使得缺少社会关系和创业资金的农

村高职、大专毕业生难以求职就业。 这一现象，刺激着即将

参加高考的农村学生。重庆市涪陵区一名农村教育工作者告

诉记者，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不少农村学生自认

考不进名牌大学，读高职或高专可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还

不如早打工，早挣钱。 涪陵区一名弃考考生告诉记者，有的

职业院校每学年收费8000元，相当于父母一年的收入。假如

自己把钱用了，弟弟读书怎么办？当记者诉她进入大学可申

请助学贷款时，她反问说：“如果毕业就不了业，拿什么还

？” 在采访中，不少学生家长跟记者算起“教育账”：培养

一名大学生，一般要14年，义务教育阶段以外的教育投入至

少5万元。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起薪按照2000元计算，除去生

活费，每月存款500元，至少8年才能将教育投入“挣回”。



即使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收回成本也要5年。而教育投入最

多的是大学阶段，孩子考不上好大学，真不如早点就业。 素

质教育缺失让农村考生无奈 一身黑色运动服，离子烫后的直

发乌黑垂顺，弃考的罗燕已经打扮漂亮，做好外出打工的准

备。但当记者提起高考，她还是忍不住难过：“我不服气，

不相信我的成绩这么差。” 清明节期间，重庆有自主招生资

格的职业院校组织了春季考试，罗燕和一些同学参加考试但

落榜了。试卷中很多常识性的问题，罗燕闻所未闻。比如，

“两个人之间交谈，根据距离判断两者关系”一题，考查学

生在人际交往中的常识，罗燕不知如何回答。再比如，“食

品包装袋上的标识代表什么意思”一题，也难住了罗燕。因

家境贫寒，很少出门的罗燕连标识都没见过。这次考试让罗

燕丧失了参加高考的信心。 “罗燕落榜，和农村学校素质教

育缺位有关。”罗燕的老师告诉记者，与城市学校相比，农

村学校有“三少”课外读物少，供学生上网获得信息的电脑

少，经验丰富有特长的教师少。罗燕读小学时，语文和数学

课还是同一位老师教授的。像罗燕这样的孩子要在综合素质

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必须比城里学生付出更多的努力。 “

我很努力地学习，但成绩就是难提高。”重庆一所农村中学

高三学生林琳告诉记者，她和罗燕一样想放弃高考，但被老

师劝止了。 林琳的老师告诉记者，林琳初中和小学的学习习

惯和学习基础较差，是她高三成绩难提高的主要原因。林琳

小学在重庆桐桷村村小读书，几乎没有接触过英语课。初中

时，林琳的英语成绩无法和那些在小学就系统学习英语的同

学相比，这让她失去学习的兴趣。升入高中后，林琳的英语

成绩更差。 林琳的理想是当医生，但在农村中学她几乎没有



亲手做化学、物理实验的机会，理化知识匮乏影响了理科成

绩，她不得不选学文科。 农村教育应被更多关注 一名从事农

村教育10多年的高中老师告诉记者，罗燕和林琳的成绩低，

并不是厌学或贪玩造成的。受农村教学资源贫乏的影响，她

们未能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丰富的课外知识；受家庭经济

状况的影响，她们也不能通过家教补习、名校名师点拨掌握

学习技巧。从一开始，她们和城里的孩子就没有站在同一起

跑线上，却必须面对同一张高考试卷，自然升入重点大学和

普通本科院校的难度更大。 记者采访的一些农村基层教育工

作者认为，农村学生弃考暴露了当前农村教育中存在的诸多

问题。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学校普遍素质教育缺失、教学

资源匮乏，造成农村学生学习成绩难提高，综合素质难完善

的现状。 重庆一所农村中学校长告诉记者，该校2008年参加

高考的学生中，有60%以上处于三本线以下，多数学生成绩

只达到高职和大专分数线。这名校长说，虽然高考艺术、体

育等方面的加分看似公平，但农村学校和家长无力培养孩子

的特长，学生也无法以加分的途径提高高考成绩。 “希望有

关部门不要忽视城乡教育差距，给农村教育更多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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